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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看辛亥革命，尽管推翻了清

廷，参照西方资产阶级共和国的蓝

图建立了所谓的新秩序，亦即成立

了亚洲第一个资产阶级共和国。然

而，在民国初年短暂的议会民主政

治实践以后，中国旋即又跌入军阀

混战的无序状态。其实，探看辛亥

革命，从武昌起义，到 1912 年元旦

孙中山在南京就职中华民国临时大

总统——这段时间以至之后一段岁

月，革命力量仍要与在北京的、袁

世凯为首的北洋势力周旋。甚至，

如果没有袁世凯选边站队、逼迫清

帝退位，革命势力是否能够于 1911

年 10 月结束中国两千余年的帝制，

亦难定论。

经历 20 世纪 10 年代二次革命，

亦即讨伐称帝的袁世凯，及至袁世

凯去世，可革命力量并不足以推翻

北洋政府。在汪朝光看来，孙中山

为得到可以依靠的武装力量而创办

军校，最重视三件事：引进党的力量、

引进主义的力量和创新军校的办学

在共产国际、苏联和中国共产党的

支持和帮助下，孙中山在广州创办

黄埔军校。这是中国第一所真正意

义上培养革命军队的新型学校，政

治教育与军事训练并重，为中国革

命培养和输送了大批军事政治人才，

被誉为‘将帅的摇篮’。”在这一

由黄埔军校同学会、中共广东省委

统战部、中共广东省委党史研究室

指导，中共广州市委统战部、中共

广州市委党史文献研究室等单位主

办的研讨会上，黄埔军校第三任政

治部主任周恩来的侄子周秉和在致

辞中说，黄埔军校为中国革命、民

族抗战做出了极其重大的贡献。“作

为黄埔后人，我们有责任，以我们

的所知，向海内外向下一代讲述黄

埔故事，弘扬黄埔精神，召唤全世

界更多中华优秀儿女，学习老一辈

黄埔人，忠于民族，热爱祖国，艰

苦创业，为新时代中华民族伟大复

兴奉献自己的力量。”

“黄埔军校是第一次国共合作

的结晶，具有深厚的红色传统，铸

就了‘爱国、革命’的和新基因。

在黄埔精神的激励下，黄埔军校师

生为中国近代史书写了不朽篇章，

做出了不可磨灭的历史贡献。我们

要缅怀黄埔先辈，弘扬黄埔精神，

助力国家统一大业和民族伟大复

兴。”6 月 6 日，在京召开的“孙中

山与黄埔军校——纪念黄埔军校建

校 100 周年”学术研讨会上，全国

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民革中央主

席郑建邦如此说道。

坐落在珠江江心的黄埔岛，又

名长洲岛，是广州东南方的门户。

一百年来，它守望珠江口，见证着

中国人民追寻强国强军之梦的历史

足迹。1924 年 6 月 16 日，就在这座

岛上，革命先行者孙中山在苏联和

中国共产党帮助下创办的陆军军官

学校，亦即黄埔军校，举行开学典礼。

此后，从黄埔掀起的革命怒潮迅速

席卷全国，这片江心小岛也因非比

寻常的意义载入史册。

建军，怎样的密码

“孙中山的革命实践，在辛亥

革命以后，遭遇到许多困难，面临

着许多问题，甚而屡遭失败。革命

实践不断遭遇挫折，使他越来越深

刻地感受到，拥有一支真正可以依

靠的武装力量之重要性。”中国社

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研究员汪

朝光如此分析，“建军的基础是建

军校，打造一支真正可以依靠的武

装力量。孙中山办黄埔军校，恰恰

是吸取了以往他的革命实践的经验

教训，也总结了近代以来中国发展

的经验教训。”

上图：6月6日，“孙

中山与黄埔军校——

纪念黄埔军校建校

100周年”学术研讨

会在北京开幕。


